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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在临床诊断治疗过程中应用生化检验的意

义及价值分析 

张  柳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影像科  河北廊坊  065000 

【摘  要】目的：探讨糖尿病患者在临床诊断治疗过程中应用生化检验的意义及价值。方法：我院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收治 40 例糖尿病

患者以及同期 40 例健康体检者，将其设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均行生化检验，比较两组的检验结果。结果：试验组的 FPG 为（7.98±0.24）mmol/L，HbAlc

为（7.68±0.25）%，TC 为（5.44±1.28）mmol/L，TG 为（3.06±1.18）mmol/L，LDL-D 为（3.47±0.78）mmol/L，其高于对照组的（5.51±0.16）mmol/L、

（5.13±1.16）%、（4.17±0.62）mmol/L、（1.43±0.72）mmol/L 和（2.55±0.41）mmol/L（P<0.05）；试验组的 HDL-C 为（1.04±0.44）mmol/L，其低

于对照组的（1.58±0.91）mmol/L（P<0.05）；试验组的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为（13.15±0.25）mmol/L，其高于对照组的（5.47±0.17）mmol/L（P<0.05）；

试验组的糖耐量试验异常率为 40%，对照组并无异常，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应用生化检验法能为糖尿病患者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数据，提高了疾病治疗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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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老年糖尿病发病人群也随之越来越

多，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早期糖尿病的症状并不

显著，若临床早期诊断和检测工作出现了问题，则不仅会延误患者治疗

的最佳时间，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患者的器官功能，严重者还会有生

命危险，因而要做好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工作至关重要[1]。目前，临床常用

生化检验的方式诊断早期糖尿病，此检验方式操作便利，成本低，高效

快捷，可准确快速低检测受检者是否出现血糖和血脂异常的情况[2]。为此，

本文将对生化检验的应用进行分析，探究其对糖尿病患者临床诊断治疗

的意义和价值。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年 2 月收治的 40 例糖尿病患者以及

同期 40 例健康体检者，分别设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此次研究的实施。试验组 27-84 岁，平均为（58.75±18.23）岁，24 例男

性、16 例女性，病程 3 个月-9 年，平均为（4.67±2.13）年；对照组 28-85

岁，平均为（59.86±18.34）岁，25 例男性、15 例女性，病程 4 个月-10

年，平均为（5.78±2.24）年。纳入标准：①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②

疾病与糖尿病诊断标准相符者。排除标准：①精神状态异常者；②出现

严重并发症者。对比两组患者的资料和信息，组间差异均具有可比性

（P>0.05）。 

1.2 方法 

生化检验如下：（1）空腹血糖检验：检查前禁食 8-12h，即晚上 22

点以后不再进食，早上 7-8 点抽取空腹状态下患者 2mL 静脉血液，采用

氧化酶方法进行化验，检测空腹血糖 3 次。（2）糖耐量试验：试验前 3d

正常饮食，前 1d 停药且晚 22 点后禁食；翌日早晨 8 点抽取 2mL 空腹状

态下的静脉血液，随后准备 300mL 水，在水中倒入 75g 无水葡萄糖，并

指导病人口服相应标准定量的糖水，在口服之前和口服以后在不同的时

间段分别测量，通过血液里面的血糖值判断病人对葡萄糖耐受的情况。

（3）糖化血红蛋白检验：清抽取早晨空腹状态下 2mL 静脉血液，颠倒混

匀血液，采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通过低压阳离子交换色谱法化验静

脉血。（4）血脂检测：以清淡饮食为主，检验前禁食禁饮 12h，翌日采集

空腹状态下患者 3mL 静脉血液，用以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水平。 

1.3 观察指标 

①生化指标，包括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三酰甘油

（TG）和总胆固醇（TC）。②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及异常率。 

1.4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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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ss20.0 软件内分析研究中的实验数据，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差（x

±s）表示，用 t 进行检验；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以 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生化指标对比 

试验组的 FPG 为（7.98±0.24）mmol/L，HbAlc 为（7.68±0.25）%，

TC 为（5.44±1.28）mmol/L，TG 为（3.06±1.18）mmol/L，LDL-D 为（3.47

±0.78）mmol/L，其高于对照组的（5.51±0.16）mmol/L、（5.13±1.16）%、

（4.17±0.62）mmol/L、（1.43±0.72）mmol/L 和（2.55±0.41）mmol/L

（P<0.05）；试验组的 HDL-C 为（1.04±0.44）mmol/L，其低于对照组的

（1.58±0.91）mmol/L（P<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的生化指标（x±s） 

组别 例数 FPG（mmol/L） HbAlc（%） TC（mmol/L） TG（mmol/L） LDL-D（mmol/L） HDL-C（mmol/L） 

对照组 40 5.51±0.16 5.13±1.16 4.17±0.62 1.43±0.72 2.55±0.41 1.58±0.91 

试验组 40 7.98±0.24 7.68±0.25 5.44±1.28 3.06±1.18 3.47±0.78 1.04±0.44 

t 值 - 3.472 3.754 2.644 3.714 2.143 2.386 

P 值 - 0.031 0.034 0.040 0.036 0.041 0.043 

2.2 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及异常率对比 

试验组的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为（13.15±0.25）mmol/L，其高于对照

组的（5.47±0.17）mmol/L（P<0.05）；试验组的糖耐量试验异常率为 40%，

对照组并无异常，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的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及异常率 

组别 例数 
糖耐量试验 

检测结果（2h）（mmol/L） 

糖耐量试验 

异常率（%） 

对照组 40 5.47±0.17 0（0.00） 

试验组 40 13.15±0.25 40（100.00） 

t/x2 值 - 8.321 24.392 

P 值 - 0.000 0.000 

3.讨论 

生化检查是一种常规医院的体检，生化检查因为做检查相对方便，

而且通过生化检测，能够查到人体很多的脏器功能和基础疾病。血液中

的生化指标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糖尿病的严重度，所以评定糖尿病

患者的生化指标，做好糖尿病早期诊治工作意义重大[3]。本文通过对糖尿

病者和健康体检者行生化检验操作，其结果显示，试验组的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水平均高于

对照组，糖耐量试验检测结果及异常率也较对照组更好，而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低于对照组，表明生化检验能为糖尿病的早期诊治工作提供参

考和指导，因为通过监测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总胆固

醇等血脂项目可有效评估患者的机体脏器状态以及人体基础代谢的状

况，从而就可预示患者是否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以及肝脏

疾病，而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机体内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是

帮助评估糖尿病血糖控制是否满意的金指标[4-5]；糖耐量试验可以诊断病

人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偏糖人的状态；空腹血糖

对于患者是否发生糖尿病、空腹血糖受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在临床诊断治疗过程中应用生化检验的意义

及价值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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